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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师政教学〔2021〕82 号 

 

 

 

 

 

 

各学院（部）、各单位：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广西高等教育自治区

级教学成果等次评定工作的通知》（桂教高教〔2021〕21 号）和

《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校级教学成果等次评定及第八届实践教

学改革与创新成果奖评定工作的通知》精神，在各学院（部）、

各单位推荐的基础上，经学校教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评审，共评

选出第十届校级教学成果奖 58 项，公示无异议，现予以公布。

获奖名单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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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获奖的同志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成绩；

希望各学院（部）、各单位结合实际情况，认真学习、借鉴和应

用获奖成果，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深化教学改革，为培养和

造就高质量的优秀人才努力奋斗。 

 

附件：广西师范大学第十届教学成果奖获奖成果一览表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2021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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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项 目 名 称 主要完成人姓名 主要完成单位 
授奖 

等级 

1 
“党建+业务”：社会工作一流本科专业创建的“双融
双促”机制建构与创新实践 

肖富群、何乃柱、蔡慧玲、罗晓俊、陈国华、石大建、
覃  琮、徐其龙、杨真宝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特等 

2 
竞赛驱动 全程协同 多维融合——地方高校教师
教学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周长山、王利利、曹  霞、周剑清、林芳芳、魏代会、
李  晟、李  敏、宿程远、李思琦 

教务处 特等 

3 
“二培养四融合六参与八联动”教学模式培养西部
地区化学类高素质人才 

苏桂发、潘英明、覃江克、李姝慧、蒋邦平、杨瑞云、
唐海涛、莫冬亮、钟新仙、潘成学、樊友军、唐  煌、
陈  华、梁宇宁、莫蔚明、李怀峰 

化学与药学学院 特等 

4 
思政铸魂·科教筑基·双元注能·三创逐梦-“四位一
体”环境大类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宿程远、曾振华、蒙冕武、贾艳红、蒋  瑜、覃彩连、
陈朝述、李  艺、陈艺中、邓  华、莫雅圆、赵晶瑾、
陈展图、蒋艳红、胡乐宁、霍  强 

环境与资源学院 特等 

5 
“一核三维五融六化” 地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模式探索与实践 

蒙志明、罗晓曙、罗  元、廖  芳、黄娜娜、李闰华、
杨日星、黄金鑫、苏毓敏、罗煜川 

创新创业学院 特等 

6 
“以美育人 培根铸魂”—大学美育“四位一体”教学
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蔡  韧、刘华清、周楼胜、杨慧芳、谭缨英、矫  磊、
陆丽娟、周佳樑、张帆舒扬 

音乐学院 特等 

7 
发挥地方高校专业优势，服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
研究与实践 

贺祖斌、林春逸、肖富群、汤志华、张海丰、马姜明、
梁  君、欧阳修俊、周剑清、林芳芳、刘琼豪、覃  琮、
熊  琴 

教务处 特等 

8 
基于培根铸魂的“四育融合，三维同构，十育协同”：
构建未来卓越教师大思政格局的研究与实践 

邓  军、旷永青、赵  铁、林春逸、李宇杰、毛立刚、
周长山、陈国华、蒙志明、黄轩庄、林国庆、黄海波、
何广寿、蒋  菲、曹  霞、黄荣幸 

学工部（处） 特等 

9 
基于新工科理念的电子信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模式创新与实践 

夏海英、黎海生、邹艳丽、宋树祥、胡维平、牟向伟、
韦笃取、黄一平、覃英华 

电子工程学院 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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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主要完成人姓名 主要完成单位 
授奖 

等级 

10 广西高校思政课多层次结对共建行动的研究与实践 

韦冬雪、张  莉、邓小玲、唐文利、李华铭、徐秦法、
李玉雄、邓国峰、梁  英、黄山松、曾令辉、农素兰、
黄振宣、骆昭平、左妮红、李春萌、赵胜营、马健芳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科技大学、 

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特等 

11 
科研育人视角下民族地区高校经济学专业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钟学思、蒋团标、张海丰、黄金鑫、刘俊杰、梁  君、

贤成毅、刘澈元、罗宇溪、伍先福、廉  超、高安荣、
梁  韵、萧华鹏 

经济管理学院 一等 

12 民族地区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 

陈宗波、陶斌智、段海风、周世中、李德进、钟铭佑、
杨祝顺、陈丽平、李庆灵、李志锴、诸葛语丹、张  融、
贺馨宇 

法学院 一等 

13 
“追求一流、校地协同、职前职后一体化”的英语专
业师范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刘明录、谢世坚、邵同崇、黄世香、朱神海、颜  东、
覃永华、郑  敏、俸  佳、毛清萍 

外国语学院 一等 

14 
以长征精神涵养历史学师范生——湘江战役纪念

馆研学课程的探索与实践 

李倩雯、冯  强、蓝  武、陈志刚、何海龙、李振华、 

唐  凌、范丽萍、王本涛、邱  杰、吴  双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一等 

15 科技素养教育创新实践育人模式十年新探索 
罗星凯、张  殷、陈海深、袁丫丫、袁  静、陈春禧、 

许  辉、梁维刚、马  欣、吴  娴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科学教育研究所 
一等 

16 
"一理念一激活三协同三提升"生命科学类本科专
业实践育人模式的创新探索 

马姜明、冯  平、尚常花、孙  涛、韦艳艳、杨栋林、 

王海苗、杨  皓、覃云斌、莫燕华 
生命科学学院 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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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主要完成人姓名 主要完成单位 
授奖 

等级 

17 
培根赋能——“在地文化+科技融创”双驱模式的设
计学类专业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蒋  慧、杨家明、彭馨弘、宁绍强、穆荣兵、刘世军、
邓  进、苏  烨、张  逸、王丽媛、孙  爽、温尚超、
赖志文、肖子娟、殷庆飞、杨鹏广、徐樱芸、孙远志 

设计学院、 

广西期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桂林贝贝特电子音像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桂林旅游学院、 

桂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一等 

18 
责任压实、知行转化、应用创新——西部地方院校
教育硕士教学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杨茂庆、唐荣德、谢超香、曾弘毅、王浩文、唐琼琼、
周驰亮 

教育学部 一等 

19 
基于地域资源构建西部地区核物理专业“五环三
阶”研究生培养模式 

孙小军、王  宁、欧  立、杨永栩、刘  敏、沈洪涛、
周厚兵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一等 

20 
“多元多维 开放融合”地方高校研究生创新能力培
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马焕灵、何  云、吕春辉、郭剑平、苏  宝、李  延、
邹晓春、汤明旭、张亚静、陈凤洁、朱会华、黄世朗、
曾弘毅、王亚男、李永华、王  剑、柳莲君、唐琼琼、
杨分成、王  科、吴俊雅 

研究生院 一等 

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问题+专
题+课题”研究性教学改革 

旷爱萍、田旭明、汤志华、靳书君、韦健玲、王进芬、
周  艺、王秋梅、杨旭飞、李恩来、梁红秀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等 

2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博士生思政课“三维一
体”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王进芬、黄瑞雄、李恩来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等 

23 
双创驱动下的地方高校经济学本科专业创新型人
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戴其文、陆奇岸、周劲波、蒋  瑜、贾艳红、覃彩连、
王  月、廖明岚、王小禹、廖  芳、陈伍香、刘澈元、
刘俊杰、杜俊义、王宜峰、王卫则 

经济管理学院 二等 

24 
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下法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与机制探索 

郭剑平、陶斌智、陆  苹、李  燕、段海风、钟铭佑、
谷庆萍、殷  娜、刘  琳、陈志文、诸葛语丹、尹业广 

法学院、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桂林市人民检察院、 

广西君健律师事务所 
二等 

25 
“三平台一制度”：思政教育师范生教育实践能力协
同培养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黄英姿、蒙  宇、罗法洋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等 

26 
基于 OBE 理念的高师学前专业“四位一体”课堂教
学改革创新实践 

莫秀锋、王  彦、闫若婻、谢超香、蒋忠心、黄捍丹 教育学部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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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主要完成人姓名 主要完成单位 
授奖 

等级 

27 
教师教育理论课程“问题·主题·课题”式探究教学的
探索与实践 

欧阳修俊、谭天美、蒋士会、杨丽萍、卢蓬军、周  勇、
蒲智勇 

教育学部 二等 

28 
“立德树人、产出导向、技艺一流”——十余载体育
专业操舞类精英人才培养机制改革与实践 

区  峻、彭峰林、金光辉、石千惠、苏  政、李  丽、
聂英涛、冯丹丹、廖慧萍、张军舰、曾超龙、王宏霞、
王建硕、余宗财 

体育与健康学院 二等 

29 高校英语本科教学“审美+思政”路径研究与实践 

刘玉红、林  澜、喻晶晶、王  睿、王  珊、谭艳菊、
米海燕、谢  爽、吴继红、尹  姬、颜  东、王  越、
邝增乾、李  波、李焕霞 

广西师范大学、北部湾大学、
桂林医学院、桂林理工大学、
河池学院、玉林师范学院、
新疆工程学院、梧州学院 

二等 

30 
以学术型社团为核心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实践
能力培养探索与实践 

黄伟林、李  逊、李雪梅、杨国伟、韦  敏、刘立浩 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校 二等 

31 
地方高校秘书学本科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
改革与实践 

周  斌、张兴华、潘  盼、张小玲、张建强 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二等 

32 
基于模拟软件和专业竞赛的商务英语“三位一体”

教学探索与实践 
韦爱云、龚  敏、黄兴运、钟耀平、江  舫、张洪岩、
段秋实、肖  静、冯  波 

外国语学院 二等 

33 
“跨文化交际”作为核心能力素养的中外校际交流
项目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李冬梅、罗  超、陈耀恒、李  翼、陈慧华、覃元姣、
刘月娥、詹  伟、潘美德、戴家毅、李  梓、李  茜、
黄丹怡、王  睿、王  恒、俸振海、谢庆彦、吕  芳、
韦斯门、李  丹、李晓玲、张  玺、李浩宇、史  川、
谢  绿、罗诗庆、张  珣、周  飞、蒋潇潇、周  虹、
么文浩、张  英、佟  烨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二等 

34 
历史学师范专业“课堂学习 实践训练 基地展示 

社会检验”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陈志刚、刘祥学、蓝  武、江田祥、刘晖龙、李倩雯、
张婷婷、黎碧清、霍荣华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二等 

35 
高等数学公共类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学生创新能力
培养研究 

梁  鑫、马林涛、朱  庆、张映辉、苏  又、彭华勤、
肖长国 

数学与统计学院 二等 

36 
以“真实微型课堂”为核心的物理师范生教学实践
能力培养创新模式探索与实践 

刘小兵、陈海深、张  殷、赵光平、梁维刚、孙小军、
李  劝、文  骅、唐昌琳、江常通、陈燕华、万  榕、
蒋毅晖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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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主要完成人姓名 主要完成单位 
授奖 

等级 

37 
“一宗旨、一理念、四融合”打造新时代“四有”好老
师育人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王任翔、武正军、孙  涛、李友邦、周岐海、蒲智勇、
陆祖军、吴  琼、邓  婷、韦艳艳、刘  灵、骆海玉、
李惠敏、陈志林 

生命科学学院 二等 

38 
新工科背景下基于CDIO理念的制药工程专业工程
设计实践能力培养与探索 

邱建华、蒋卷涛、覃江克、刘  葵、王恒山、梁  东、
程克光、罗祖帖 

化学与药学学院 二等 

39 
“三维联动，产出导向”的程序设计综合能力培养模
式改革与实践 

吴璟莉、李先贤、唐振军、王金艳、陈宇文、张灿龙、
黄  斌、农京辉、黄  玲、王修信、何  冰、汤谷云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等 

40 项目化教学法在计算机专业课程中的探索与实践 陆声链、覃少华、黄  斌、农京辉、李  帼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二等 

41 
基于三元一体协同的产学研创交叉融合新工科人
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朱  君、李廷会、秦运柏、朱勇建、徐庆富、王  勋、
傅得立、苏检德、李全福、秦柳丽、黄远敏 

电子工程学院 二等 

42 
技术赋能 智慧教学 共生发展 ——地方高校在线
开放课程教学体系构建与实践 

魏代会、黄  坚、韦民伟、李  晟、王利利、任改妮、
郭泽平、孟凡菊 

教务处 二等 

43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实
践教学体系的建构研究 

沈继松、李天雪、李闰华、付延慧、彭家威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二等 

44 
边疆民族地区美术师资人才培养“五融合”模式的
创新探索与实践 

刘宪标、陈  兵、黄启波、王  军、蔡富军、陆丽娟、
叶立文、白  杨、程晓捷、连  铎、王宇鹏、吴石英、
彭志琪、尹惠俊、何文雯、王  敬、孙婧媛、杨  灿、
李  露、张  斌、范亚杰、张梅洁 

美术学院 二等 

45 
“产出导向·创新多维”音乐舞蹈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的构建与实践 

刘华清、蔡  韧、谭缨英、张黎明、杨  涛、孟  卓、
林  冬、张  荞、吴浩琼、赵丹云、范宇庭 

音乐学院 二等 

46 
广西特色民族工艺美术教学资源的发掘与实践研
究 

李雅日、刘世军、胡  澎、陈雪映、刘宪标、杨丽文、
孙启微、王艳晖、胡华中、陶  波、白雅力克、杨志蓉 

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二等 

47 
产教相济、艺科融合——面向本土创生的设计专业
人才培养十年探索与实践 

刘  涛、谢  青、梁  韵、孙启微、张  涛、俞冠伊、
陈  炜、杨家明、张  婷、王  娟、王丽媛、唐  博 

设计学院 二等 

48 
“传承 创新 赋能”民族地区服装专业特色人才培
养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谢  青、王艳晖、杨志蓉、苏  烨、董曼妮、梁  莉、
王  妍 

设计学院 二等 

49 
“问题导向·主题叙事·融合创新”：设计学科课程思
政育人模式探究与实践 

徐晨帆、彭馨弘、凌小萍、向先孟、陈  炜、张  婷、
阳海鸥、周游天、俞冠伊、张  涛、韦  维、于  静 

设计学院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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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名 称 主要完成人姓名 主要完成单位 
授奖 

等级 

50 
基于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民族传统器具传承与创
新设计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阳海鸥、刘  涛、唐  亮、黄汉亲、韦  维、唐  博 设计学院 二等 

51 构建“六双”模式，培养高素质青年政治骨干人才 旷永青、张亮亮、李  俏、赖  仿、李宇杰 校团委 二等 

52 
聚焦“能力发掘”的物理学科教育硕士培养模式的
改革与实践 

张妙静、胡君辉、刘小兵、阳  丽、周厚兵、潘江洪、
廖广睿、顾国锋、史新华、谭晓莉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二等 

53 
西南民族地区旅游管理专业学位（MTA）硕士“产
教融合”特色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张  燕、王  林、刘祥学、陆  军、钟  珂、李秀白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二等 

54 
拓展实践平台，创新教学手段，融入师范特色---

高等师范院校音乐领域艺术硕士培养机制 
周楼胜、张黎明、吴浩琼、林  冬、胡  朔 音乐学院 二等 

55 
基于“内容至上+融合创新+协同发展”的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与实践 

凌小萍、韦冬雪、田旭明、张  红、熊  琴、王  惠、
万来志、钟慧容、旷爱萍、唐文利、蔡小菊、梁红秀、
方  艳、黄英姿、林全民、蒋红群、杨旭飞、严浩真、
周  艺、刘琼豪、王秋梅、雷安娜、唐咸明、陈  锐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等 

56 
面向时代之问的思政课“热点疑点重点难点”与“话
题问题专题课题”一体化混合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 

王  惠、何广寿、唐文红、杨丽娟、赵  阳、曾云莺、
雷安娜、欧彦伶、彭俊桦、彭红艳、吴朝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等 

57 
“专题讲授+研究性学习+现场教学”模式在《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课中的运用与实践 

万来志、林全民、唐咸明、高铁泰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等 

58 
用好红色资源，创新高校思政课“五个一”实践教学
改革 

邓小玲、李  俏、张  红、方  艳、严浩真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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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件主动公开） 

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1 日印发 


